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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殿封

小小嫩肩膀，走路不摇晃，个头不太高，
英气在脸上。豺狼闯进家，勇敢扛起枪，一刀
斩汉奸，一枪打东洋，打跑东洋鬼，个小也要
上。

日本鬼子的枪声击碎了中国少年五彩斑斓
的梦，冀鲁边区无数少年面对国破家亡，放下
牧羊鞭，撂下锄镰，走出学堂，拿起刀枪奔赴
腥风血雨的战场，以稚嫩的肩膀扛起抗日救国
的大业，用热血谱写了一曲“少年强，则中国
强”！

王益华：跟着串书馆先生去抗日
现居兰州市、今年93岁的郑淑卿（王益

华）老人，谈起当年投身抗日救国的经历，她
说是“串书馆先生们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郑淑卿出生在山东宁津县张大庄镇大郑家
窑厂村。她家境贫穷，4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因贫
病夭亡，她和3个妹妹有幸活下来。7岁那年，
一天母亲让她裹脚，此前她看见邻居三嫂的女
儿宽儿裹脚时，母亲把宽儿的脚趾头放在石头
上生生地砸断趾骨，脚趾血肉模糊，那惨状令
她胆战心惊。因此，她一听裹脚撒丫子往外
跑，被门槛绊倒，磕得满嘴流血，母亲抱着她
心疼地痛哭起来。

这期间，中共津南特委特派员刘格平（新
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政委）等人，以串书
馆（卖笔墨纸张）商贩和教书先生身份常来村
里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倡导男子剪辫
子、女子放脚、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郑
淑卿幼小的心灵受到熏陶，母亲听了不再坚持
让她裹脚。自此，郑淑卿敬仰串书馆商贩，打
心里认定他们是有大学问的先生。村里办起学
校，郑淑卿要念书，学费是一年交一个铜板，
父母说拿不起，她拧着父母上学了。

1936年，学校又请来一位舒聚荣（抗战时
曾任宁津县八区区长）老师。舒老师是中共地
下党员，串书馆“商贩”李广文（曾任北京农
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策平（曾任八路军115师
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六团团长， 1 9 4 2年逝
世）、王见新（曾任北方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
校长）等人来得更勤了。郑淑卿是舒老师的
“铁杆随从”，每次他们来，舒老师就让她在
院外站岗放哨。郑淑卿不解地问老师：“老站
岗干啥？”

舒老师说：“开会呀。以后你们都参与进
来。”

七七事变前夕的一天，中共津南特委组织
委员马振华来到郑家窑厂学校秘密召集会议，
传达上级党的指示说：“国难日深，现已不是
摇旗呐喊的时候了。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
组织武装，离开家乡，抗战救国。”

随后，李广文、张策平等人在宁津成立
“抗日救国后援会”，由党员带头参军，发动
亲友、学生、教员、进步青年参军，很快组织
起100多人的抗日武装。郑淑卿想到四叔郑德财
（1940年9月13日在柴胡店镇薛庄英勇牺牲）家
里很穷，鼓动他和堂弟郑子爽参加了抗日队
伍。13岁的花季少女郑淑卿参加了妇救会，两
年后任宁津县九区（长官镇）妇救会副主任，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二区（柴胡店镇）
任妇救会主任。

这时，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岁月。日寇对
冀鲁边区实施“囚笼政策”，在各县境内修公
路，安据点，设岗楼，挖洪沟（封锁沟），把
根据地切割成块，企图将八路军抗日武装困在
“囚笼”里，再在“笼子”里“清剿”，使八
路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的绝境。只有700
多个村庄、32万人口的宁津县，修了124个据
点、岗楼，48条公路，300华里洪沟。日伪军出
入据点走吊桥，郑淑卿和同志们夜间到各村开
展工作，不断地穿越洪沟。一次次地跳洪沟，
她腿跳坏了，膝盖半月板挫伤，很多时候跳不
过去掉进洪沟水里，再艰难地爬上来，导致双
腿落下病根。

日伪军抓不着共产党、八路军，就抓他们
的亲属。郑淑卿被敌人盯上了，一天，鬼子突
然闯进她家，向她父亲要人。她父亲说：“没
有人！”

鬼子歇斯底里吼叫：“不交人，死了死了
的！”鬼子把她父亲绑起来吊在门框上毒打，
打得昏过去，再用凉水将他泼醒接着打，打断
了他的腿和肋骨。郑淑卿眼睁睁地不能回家，
国恨家仇，铭刻于心，斗志愈坚。父亲卧床两
年后，呼喊着女儿的乳名含恨离世。郑淑卿为
避免家里再遭祸殃，改名王益华。

白色恐怖下，王益华每天提着脑袋做抗日
工作。一次，她在九区一个村里开会动员村民
纳粮支持抗日，遭汉奸告发，日伪军包围了会
场。王益华身上带着手枪和手榴弹，一旦被敌
人发现在劫难逃。情急中，她看到有个一岁多
的小孩因找不到母亲在哭，上前抱起孩子边哄
边走。鬼子不认识王益华，她蒙混过关脱险
了。鬼子没抓到人，胡乱放了几枪撤了。

妇救会的任务是进村入户动员民众参加抗
日斗争，保护地方干部，救护伤病员，协助部
队锄奸，经常是单人或一两个人行动，人单势
孤，危险更多更大，更需要机智勇敢。1940年
盛夏的一天，王益华在二区冯家村做工作，日
伪军包围了村庄。她怕连累乡亲，快速向村外
冲。她随身携带有重要资料，心想：即便自己
被抓，这些资料也不能落入敌手。她在村头一
眼看见路旁的牛粪堆，灵机一动，把资料埋进
粪堆里，趁敌人不备偷偷钻进玉米地脱身。

1943年秋天，王益华患了胃病。那天夜
晚，她在老庄的房东家打针后连夜离开。可能
是日伪军探知王益华住在村里，她走出不远，
村子响起枪声。敌人到处搜查她，在房东家没
有搜到王益华，抢走了房东家的所有财物，把
房东的儿子打得好几个月下不了炕。

铮铮硬骨绽花开。王益华用青春热血迎来

抗战胜利。1957年，她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培
训班，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2年离休前任兰州第二毛纺厂党委副书记。

肖金贵：民族恨激起抗日情
1941年秋季的一天，刚满15岁的肖荣福

（肖金贵），背着父母悄悄走出家乡河北南皮
县寨子镇肖桥村，参加了八路军。

此前几天，南皮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姜区长
住在村里做抗日工作，肖荣福找姜区长让他当
兵。姜区长打量着肖荣福和蔼地说：“你年纪
还小，等两年再当吧。”

肖荣福急切地说：“我都15岁了，还小
啊？再等，八路军都把鬼子打完了。”他再三
要求，姜区长终于说：“乐陵有咱八路军的正
规部队，我给冀鲁边第一军分区傅继泽副司令
员写封信，你去那里找他吧。”肖荣福乐得心
里像揣着只兔子快要跳出来。

临走这天，肖荣福悄悄告诉了大哥。大哥
瞒着父母给他找了一双新鞋，又往他怀里塞了
两个窝头，把他送到村东小路上。

肖荣福没出过远门，边走边打听去乐陵的
路。饿了，啃几口干粮，干粮吃完了，爬到树
上摘枣充饥。渴了，到菜园的井上用辘轳打水
喝。夜晚，睡村头的柴草垛里。三天后在乐陵
县（现为市）境内一个村庄找到了八路军。

八路军首长住在村公所，肖荣福径直往里
闯。警卫员见是个毛头孩子，拦住他：“你要
干什么？”

“我要当八路军。”肖荣福直愣愣地说。
警卫员不信，不让他进去，他和警卫员吵

嚷起来。
吵嚷声惊动了第十六团二营营长仉鸿印，

他从屋里走出来。肖荣福看他像个“大官”，
上前缠住说来当八路军。仉鸿印拍拍他的肩膀
说：“当兵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你年纪小，会
吃不消。”

肖荣福抱着仉鸿印呜呜地哭起来：“首
长，我不怕苦。我12岁时，鬼子扫荡开枪打穿
了俺的左小腿肚子。第二年腊月二十九，鬼子
把俺村没跑掉的乡亲赶到沈家大院，挨个逼问
八路军在哪里？鬼子硬说肖金瑞是八路军，一
碾棍把他砸倒在地上，又扒光了衣裳，把头按
进水缸里灌，肖金瑞昏过去。一个鬼子从灶膛
里扒出炭火倒在肖金瑞的肚皮上，炭火‘嗤
嗤’地烧烫着肖金瑞的肉皮，满院子焦肉味。
去年春天，长官据点的日伪军逼着俺村乡亲给
他们送粮食，一个鬼子把俺爷爷用刺刀活活挑
死。那天还有母子俩被鬼子打死，婴儿死时嘴
里还含着母亲的奶头……首长，我要当兵打鬼
子，为爷爷和乡亲们报仇！”

肖荣福哭诉着忽然想起姜区长写的信，急
忙掏出来递给仉鸿印。仉鸿印替肖荣福擦擦
泪，领他进屋，把信交给正在看文件的傅继泽
副司令。

傅继泽看信后笑着说：“这小家伙当兵打
鬼子的精神真是难得，这种精神是比金子还可
贵的，今后你就叫肖金贵吧。”傅继泽给肖荣
福改名还有一个考虑：日伪军经常抓捕八路军
亲属，改名也为保护他家人的安全。

从此，肖荣福改名肖金贵，留在首长身边
当通信员。

第二年9月的一天，仉鸿印派肖金贵配合战
友张洪亮除掉铁杆汉奸郭麻子。汉奸队长郭麻
子是当地郭家庄人，他袭击抗日家属，奸淫妇
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他自知
罪恶深重，平时躲在据点里。内线报告，郭麻
子霸占了一个开茶馆兼营旅店的老板娘，时常
从据点溜出来去茶馆过夜。

于是，张洪亮和肖金贵扮做枣贩子，一人
挑了半口袋小枣，住进这家旅店。半夜时郭麻
子来了，他很警惕，挨屋到住人的房间查看，
走进肖金贵两人屋里时，他俩麻利的下炕动作
引起郭麻子的怀疑，他“嗖”地拔出手枪，命
令他俩：“举起手来！”

两人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哆哆嗦嗦地举起
手。郭麻子用枪对着他俩，腾出一只手在两人
身上搜了一遍，又翻看炕上的被褥、枕头，确
信没有武器才放下心来。郭麻子问：“干什么
来了？”

张洪亮带着哭腔说：“俺是吴桥（县）
的，地里‘挂锄钩’了，跟弟弟出来贩卖点小
枣。”说着，从口袋里捧出小枣，郭麻子将信
将疑地把手枪掖进腰里。

就在这一刹那间，张洪亮一使眼色，肖金
贵抄起挂在墙上的秤砣，朝郭麻子的头上猛地
砸去。张洪亮刷地从枣口袋里掏出手枪，对着
郭麻子的脑袋“呯”的一枪将其击毙。肖金贵

拔下郭麻子腰间的手枪，两人迅速离开茶馆。
他俩受到司令部表彰和记功。

1943年秋的一天，部队转移到乐陵县大齐
家村宿营走漏了消息，驻杨安镇和寨头堡据点
的日伪军连夜包围了大齐村。部队夜间突围，
每个战士左臂扎上白毛巾作为标识。战斗十分
激烈，打了三出三进。掩护首长突围时，战士
们与敌人拼了刺刀。肖金贵冲到村口，看见一
个战士被鬼子刺倒，他冲上去歘地一个突刺，
送这个鬼子去见了阎王。受伤的战士呻吟着从
地上爬起来，肖金贵背起他跑进村外玉米地
里，立即给他包扎。鬼子刺破了这个战士的肚
子，肠子流出来。肖金贵解下自己的毛巾给他
堵住伤口，背起他继续跑。

队伍打散了，肖金贵夜里分不清方向，跑
到天放亮，遇到张洪亮和两个战士。此时，他
们跑出距离大齐村十几里。4个人轮流背着受伤
的战士来到辛庄村，还没来得及找医生，这位
战士就因流血过多牺牲了。

几天后，队伍聚齐，张洪亮向首长报告了
肖金贵在战斗中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同时，肖金贵调入“铁帽子五连”。

全国解放后，肖金贵作为解放台湾的跳伞
兵接受训练，后任务取消，1954年复员回到家
乡。

赵松林：智勇传递鸡毛信
河北盐山县庞庄子（今属孟村回族自治

县）12岁的赵松林，对1940年的中秋节特别期
待。因为，过了中秋节，他就要到沧县抗日民
主政府五区（刘家庙至狼儿口一带）给区长庞
赞臣当勤务员和通信员。

庞赞臣带领区中队在沧县、盐山、南皮县
一带打游击，行踪不定，传递信件、情报非常
重要，成年人担当目标大容易暴露，区里选中
了小“机灵鬼”赵松林。

自此，赵松林当了11年通信兵，传送了无
数鸡毛信，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他最难忘的
是1943年。

这一年初春的一天傍晚，赵松林从沧县东
贾官屯到马庄子（今属孟村县）送信，区行政
助理刘世彦带领4名战士住在村里。两村相距6
公里，信送到天已黑透，他就住在那里。第二
天吃早饭时，村里有个姓白的人缠着他们东扯
西拉，当时大家没在意。赵松林吃完饭走了，
不久，村里响起激烈的枪声。

原来，那个姓白的暗中投靠鬼子当了汉
奸，他见刘助理人少势弱，偷偷给小集（今属
南皮县）据点报信，鬼子汉奸包围了村子。双
方交火后，姓白的还假惺惺地说：“快把枪藏
起来，和村民一起跑吧。”结果，刘助理被
捕，3名战士牺牲，1名战士突围。后来，刘助
理被押送北京监狱遭杀害。

区中队寻机报仇，姓白的躲进小集据点，
半年后又去了后自来屯（今属孟村县）据点。
时间一长，姓白的认为风声已过，出来活动。
后自来屯村北有一片瓜地，姓白的经常前去索
要。区中队得到消息展开秘密侦察，发现他一
般下午两三点钟去瓜地。于是，赵松林等4名战
士化装前去，趁其不备将他摁倒在地，捆了个
结实，缴了他的枪。后经上级批准，枪决了这
个罪大恶极的汉奸。

同年仲夏，赵松林随同庞吉瑞区长等人转
移到沧县程家庄村北洼的菜园子里。临近中

午，他去附近的杜林村拿饭。回来路上，在道
路拐弯处突然遇到一队鬼子汉奸迎面走来。躲
避已来不及，赵松林连忙弯下腰，把口袋里的
笔和纸顺势藏进路旁的苜蓿地里，顺手采了一
把苜蓿花，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

“站住！”
“哗啦”一声枪栓响，一个汉奸气势汹汹

地问：“干什么的？”
“给我爷爷他们送饭去。”赵松林装作很

害怕的样子答道。
汉奸拽过筐子一看，里面都是黑黑的窝窝

头，搜身什么都没有，呵斥道：“滚！”
赵松林骗过敌人，在心里骂着汉奸的八辈

祖宗低着头走过去。
战乱年代情况变化无常，危险随时发生。
盛夏的一天，赵松林随同冀鲁边第一专署

的邢科长、财粮员张希贞、沧县县长张厚治和
区长庞吉瑞、财粮助理李新甫等人，在马庄子
召开财粮会议，下午散会时决定晚上接着开。
史庄子村的财粮员看天色尚早便回家吃饭，快
进村时被后自来屯据点的鬼子汉奸截住，从他
身上搜出了账本。敌人据此晚上突袭马庄子，
包围了开会的房院。敌人爬上院墙，朝屋里、
院里一阵疯狂扫射，又扔了一排手榴弹。开会
人员借着手榴弹爆炸腾起的硝烟冲出屋子，在
同敌人混战中突围。赵松林掩护首长没能撤
走。

当时天热，房东一家7口睡在院子里，被敌
人打死4人，打伤3人。当地风俗，死了人要到
村头十字路口“报庙”。赵松林把两颗手榴弹
和手枪藏进风箱里，混在“报庙”的人群中溜
出村。黑夜沉沉，赵松林迷了路，在庄稼地里
蹲了一夜，第二天辗转找到了区长。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八路军和区中队采
取“翻边战术”（敌进我进），你打我的根据
地，我就避实就虚，去端你的老窝。冬季的一
天，沧县芦庄子联络员送来情报，芦庄子据点
驻守的汉奸，今天晚上有的打牌，有的打麻
将，防守松懈。庞区长认为这是拔除敌人据点
的好机会，遂将区中队、区公所70多人全部拉
上去，连夜赶到芦庄子据点。半夜时分，一个
汉奸出来撒尿，埋伏待机的区队队员忽地窜上
去把他扑倒在地，其他队员随即一脚踢开屋
门，朝屋顶放了一枪，大喊：“不许动，举起
手来！”

30多个汉奸还没醒过神来就乖乖地当了俘
虏，缴获了30多支大枪。

这年冬天，赵松林跟随沧县独立营副营长
曾良辉7个人化装去新县镇（今属孟村县）集上
锄奸，他们混在人群中寻找目标。这时，一个
“眼线”悄悄地接近他们使眼色，他们顺着目
光看去，发现有两个鬼子也穿着便衣在集上转
悠。曾良辉用眼色、手势指挥赵松林他们慢慢
包抄过去，一枪打死了一个鬼子。曾良辉在打
第二个鬼子时手枪卡壳，那家伙一转身抱住曾
良辉，两人翻滚在一起。战士们一拥而上，把
这个鬼子击毙，缴获了两支手枪，趁乱安全撤
离。

之后，赵松林又和5名战友在孟村集上击毙
了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从此，鬼子汉奸不敢
轻易出来骚扰。

1945年春天，赵松林将一个新兵排送到渤
海军区第一军分区，他留在分区一营三连当通
信兵，随部队转战东北、下江南。1951年因病
复员回乡，父母双亲已去世。1955年，他随婶
母迁居南皮县王寺镇西古村定居。

冯寿山：逃出虎穴返战场
几十年后，冯寿山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次

他和40多名战友被俘是1942年2月14日早晨。
两年前的9月，冀鲁边军区八路军到河北南

皮县王寺镇代九拨村招兵，12岁的冯寿山参加
了军区手枪队。两年后，手枪队编入第三军分
区第三连，冯寿山给孙连长当通信员。

这次，冯寿山随孙连长到山东商河县敌占
区筹集粮食，遇上日伪军“拉网”大扫荡，孙
连长带领战士们躲过敌人，一夜急行军100多
里，早晨5点返回军分区驻地——— 山东乐陵县铁
营镇大白张村，军分区司令部已分头向沾化、
临邑转移。不待喘息，日伪军四面包抄过来，
军分区路参谋和阳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
大队长齐坚三等从村北面撤过来。他们汇合向
南突围，寡不敌众，战士们子弹打光了。齐坚
三叛变，招致孙连长、冯寿山和40多名战士被
俘，路参谋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

敌人将他们押上汽车送惠民县城。路上，
一个汉奸端着刺刀对冯寿山说：“你这小子长
得还没有枪高，就出来当八路，你是哪里

人？”
冯寿山说：“南皮县王寺的。”
那汉奸对他的杜班长说：“咱们许队长不

就是南皮丛家村的吗？”
原来，鬼子这次大扫荡从各县抽掉了大批

伪军、汉奸，押送冯寿山他们的是滨县、蒲台
两县总司令穆金城的队伍。穆金城曾在南皮县
莲花池盘踞，他的队伍里有很多人来自南皮、
沧县一带。向冯寿山问话的汉奸叫姚金山和汉
奸杜班长都是沧县人。

傍晚行至阳信县温店，汽车停下加水。杜
班长跳下车找到汉奸许队长说：“后面车上有
个王寺的人，你过来看看。”

许队长手持洋刀来到车前，用手电筒照了
一下冯寿山，然后说：“老杜，到惠民后你想
法把他放走，别往监狱里投。”

到了惠民县鬼子的据点，车未停稳，姚金
山将冯寿山背下车，拽着冯寿山的脖领子跑进
百米外的一个小卖部，冯寿山的鞋子跑掉了。
姚金山放下他赶快跑回车前站队。

冯寿山见到处都是日伪军，根本无法逃
脱，既然如此，那就暂栖虎穴，随机应变，再
寻机归队，说啥也不能“拖鞋（妥协）”“偷
酱（投降）”“盘辫子（叛变投敌）”。

汉奸们把八路军俘虏关进监狱，姚金山来
到小卖部，给冯寿山找了一件大衣，让他混在
姚金山的队伍里到一所学校休息。不一会儿，
许队长来了，一见面才发现天黑没看清认错了
人，他把冯寿山误认作是王寺村姥娘家表弟
了。许队长对冯寿山说他父亲常去代九拨村送
干粉，冯寿山说认识他父亲。许队长认下了这
个小老乡，当晚把冯寿山领走了。

第二天，许队长到估衣店给冯寿山买了新
衣裳、新鞋袜，让冯寿山洗了澡，理了发，换
上新大衣，然后带着他去蒲台县城见穆金城。

不久，许升为中队长，进驻高青县旧镇
（今属滨州市滨城区，2010年6月改为青田街道
办事处），许安排冯寿山当司号兵。冯寿山跟
绰号叫张大麻子的号目（司号兵头目）学吹
号，每天站到城墙上，憋住尿，冲着风练，很
快学会了吹号。

这时又来了一个司号兵李江，他是旧镇街
人，父母双亡，他在叔叔开的大烟店里打零
工。张大麻子常去买大烟土，把李江要了来。
李江学得慢，号目经常打他，手被打得红肿化
脓。

冯寿山身在敌营，心里时刻想着逃出虎穴
重返部队。

一天，张大麻子下乡“讨伐”抢回一大包
袱东西。他家住在旧镇街南头，距离兵营约有１
公里。晚上，他让冯寿山把东西送回家，冯寿
山放下包袱临走时，张大麻子嘱咐他：“明天
早晨我得晚回兵营，你们俩（指李江）要按时
吹起床号和出早操啊。”

冯寿山答应：“是！”
机会来了。
半夜里，冯寿山对李江说：“我们在汉奸

队伍里遭千人骂，万人恨，还整天受气。号目
明天来得晚，我们今夜逃跑吧？去找八路
军。”

李江想起自己经常被号目打骂，马上同意
了。

凌晨4点半，二人到厨房里偷拿了一些馒
头，打开营门一路向北跑去。

一天时间，两人跑出七八十公里，黑天时
来到惠民县城东关准备住店。不料，这家客店
老板是个汉奸特务，他盘问冯寿山两人后，劝
他俩再回去当汉奸，冯寿山回绝了店老板。

隔墙有耳。冯寿山与店老板的对话，被住
在旅店南屋三个推小车的人听见了。冯寿山与
李江经过南屋门口时，两人被拉进屋里。他们
问：“你俩是不是去投奔八路军？我们是铁营
的，来惠民县买煤。”

冯寿山谨慎地问：“铁营的张村长你们熟
不熟？”

其中一个人说：“那是我叔。”
“大白张的八路军通信站还有吗？”
“有。”
冯寿山高兴极了：“我们就是投奔他们

去。”
第二天清早，三个人推着小车把冯寿山和

李江送出三四公里地才分手。
当天下午4点多钟，冯寿山和李江来到大白

张，见到军分区通信联络站刘长山（曾任手枪
队侦察排长）站长。乡亲们听说了，给他们送
来红枣、石榴、花生慰问。5天后他俩来到军分
区司令部驻地铁营村，冯寿山的同村战友张金
升、一连连长苑连福把他拉进屋里抱头大哭一
场。

接着，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后叛变）、
政委李广文（时化名李建国）详细询问了冯寿
山被捕和逃出的经过。下午，部队组织排以上
干部听冯寿山讲述经历，冯寿山讲了一下午。
此后，冯寿山又多次讲给战士们听，鼓舞战士
们的斗志。

全国解放后，冯寿山复员回乡。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捣德

少年强，则中国强！王益华：13岁参加妇救会，数次遇险斗志愈坚；肖金贵：15岁“出走”找到八路军，打鬼子“为爷爷和乡亲们报仇”；

赵松林：12岁智勇传送鸡毛信，集市锄奸震日伪；冯寿山：12岁参加手枪队，陷入虎穴随机应变，寻机重返抗日战场———

四少年：一身保国志 飞马阵前驰

王益华给儿子介绍当年的战时地图

抗战时期的英雄小八路

儿童团员站岗放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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